
日本与越南经贸关系：
经济外交的视角

白如纯

　　摘　要：经济外交是日本开展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特色之一。自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经济取得快速发展，参与全球经济和区域合作的意愿

强烈、行动积极。进入２１世纪，越南成为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济外交新重点。日本在加

大对越南经济援助的同时，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框架协议，密切与越南的经济与贸易联

系。越南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面临着经济稳定与均衡发展的课题，日本具有对此提供

支援的意愿与实力。日本希望进一步强化与越南的经贸关系，促进东盟及湄公河地区互

联互通和经济发展，配合推进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也是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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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日本处理地区外交的最主要特征是经济中心主义，突出表现为

以发展经济为目 的、以 经 济 实 力 为 依 托、用 经 济 手 段 为 外 交 开 路 的 经 济

外交。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作为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作为弥

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 目 的，以

至于使整个日本外交具有了经济外交的特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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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自１９８６年下半年实行 “革新开放”政策后，市场经济不断完善，

成为日本 在 东 南 亚 地 区 重 要 的 经 济 伙 伴，也 是 经 济 外 交 的 主 要 对 象。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日本政府恢复向越南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成为恢复对越援

助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一 、日本重视与越南经贸关系的背景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与越南的经济关系。２００６年以来，日本是向

越南提供 政 府 援 助 最 多 的 国 家。越 南 在 日 本 对 外 援 助 名 单 中 也 位 居

前列。

（一）越南具有吸引日本经济视线的优势

１．自然状况和人文优势。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部，与中国、柬埔寨、老

挝相邻，隔南海与菲律宾相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越南拥有９０００多万人

口，劳动力资源充足，资源能源蕴藏丰富。越南作为东盟第三人口大国，识

字率在９０％以上，国民的勤劳和劳动力素质为各方公认。越南政局相对稳

定，治安秩序良好，不存在宗教与种族对立，且国民对日本感情良好。①

２．经济基础与发展需求。革新开放以后，上世纪九十年代越南经济

取得快速发展，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经济增长达到９％的高位。尽管受到亚洲

金融危机的 影 响，越 南 的 经 济 增 长 收 缩，但 随 着 来 自 海 外 投 资 的 增 加，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经济增速达 到７．２６％。２０１１年 调 整 宏 观 经 济 政 策 后，

经济增速一度回落，２０１５年后经济重新恢复了强劲增长势头。在抑制通

货膨胀的同时，实现了年均近７％的经济增长。

在区域经济一体 化 进 程 中，越 南 维 持 经 济 稳 定 与 可 持 续 增 长，不 断

提高产业竞争力。越南农村地区收入低，特别是存在以少数民族聚居地

区为中心的贫困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地区发展差

距加大、以及医疗保障、社会福利等负面问题都需要得到积极应对。

３．政治主导与机制保障。１９８６年越南第六次党代 会 明 确 了 建 立 市

７６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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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系及对外开放的革新路线，决心通过进行结构改革提升国际竞

争力。尽管伴随 革 新 开 放 的 推 进，出 现 了 贫 富 分 化、贪 污 腐 化、官 僚 主

义、环境破坏等负面因素，但越南党和政府为防止官场腐化，推行了公务

员改革等一系列措施。２０１３年越南国会实行议员对部长及以上官员 的

信任投票以及修改宪法等举措，目的是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同时引入

民主决策机制。

越南在参与市场经济和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态度明确且行动

积极。２００７年１月，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之 后，与 各 国 和 地 区 的ＦＴＡ／

ＥＰＡ也加速推进，并成为日本主导的ＣＰＴＰＰ　１１国集团成员。由两国主

管外交的副总理及外交部长牵头的“日越合作委员会”会议，到２０１８年为

止已经举办了１０次。

（二）越南全方位外交成果显著

通过积极参加各 国 际 机 构 和 地 区 组 织，密 切 与 日、美、中、欧 盟 等 大

国间关系，革新开放的越南全方位外交成果显著。

１．参与国际组织。１９９５年７月，越南成为东盟成员国；１９９８年正式

加入亚太经合组织；２００１年首度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２００４年主办亚欧

首脑会议；２００６年首次主办ＡＰＥＣ峰会；２００８年１月首度出任联合国安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２０１０年再次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２０１３年被选为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理事国；２０１３年越南决定派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活

动，同年６月 向 南 苏 丹 派 出 观 察 团，希 望 在 联 合 国 维 和 领 域 有 所 作 为；

２０１７年再度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主席国，主办了ＡＰＥＣ河内峰会。

２．改善对美 关 系。１９９５年７月 越 南 与 美 国 宣 布 实 现 邦 交 正 常 化，

１９９７年两国互派大使。２０００年克林顿成为１９７６年７月越南实现南北统

一后首访越南的美国总统。２００５年６月越南 总 理 首 访 美 国，２００６年１１

月在参加ＡＰＥＣ峰会期间小布什总统正式访问越南，２００７年越南国家主

席首次访美，美越关系出现一个小高潮。２０１５年７月越南总书记阮富仲

作为最高领导人首次访美，次年５月奥巴马总统访问越南，宣布全面解除

对越南武器禁运。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ＡＰＥＣ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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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到访越南。贸易 方 面２０００年７月 美 越 贸 易 协 定 签 署 并 于２００１年

１２月正式生效。目前美国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越南第二大贸易伙伴。

３．巩固中越友好。１９９１年１１月中越关 系 正 常 化，两 国 关 系 保 持 稳

步发展的局面。２００８年５月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访华时，双方领导人制定

了“睦邻友好、全面合作、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１６字方针，在做“好邻

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原则下，双方建立起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中越关系 中 一 个 显 著 特 点 是 保 持 高 层 领 导 人 定 期 接 触。领 导 人

频繁互访，使因岛 礁 归 属 等 问 题 出 现 的 紧 张 关 系 得 到 缓 和。目 前，中 国

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自２０１５年起中越双边贸易额一直维持千亿美元

高位。

（三）日越首脑外交成为经贸合作的保障

１９９２年日本恢复对越南的政府开发援助，１９９３年３月越南总理访问

日本，启动首脑外交序幕，但之后１０余年间高层交往的热度有限。２００８

年是日越邦交３５周年，２００９年２月，为庆祝日越建交３５周年和签订经

济合作协定，当时的皇太子现日本德仁天皇首次访问越南。同年１１月，

时任越南总理阮晋勇首次出席“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首脑会议”，受到

实现政权更迭后民主党鸠山由纪夫首相的高规格接待。①

２０１５年９月，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日，双方共同发表《关于越日关系

的共同愿景》声明，建立“立 足 亚 洲 的 和 平 与 繁 荣 的 广 泛 的 战 略 伙 伴”关

系。２０１７年１月，时隔四年安倍首相再访越南，承诺日方新 增 四 个 领 域

共计１２００亿日元的政府贷款。

２０１７年２月，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访问越南，越南领导人（携 夫 人）

全员参与会见。２０１７年６月，越南总理访日并参加每年一度日本经济新

闻社举办的“亚洲的未来”研讨会，并做主旨演讲。２０１８年５月，越南国

家主席访问日本，两 国 发 表 共 同 声 明。日 本 天 皇、皇 后 会 见 并 共 同 出 席

纪念“日越建交４５周年纪念”活动。日越首脑频繁互访，特别是安倍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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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主党鸠山政权的主要地区战略是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主张，希望日本在该共同体中

居于主导地位，并把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视为该共同体的核心及主要合作伙伴。



二次执政以来双边关系的跨越式发展，目的在于通过展示两国牢固的合

作关系，进一步强化与越南的经济关系。

　　二 、日本与越南经贸关系的现状

　　２０１８年是日越建交４５周年。日本认为，目前是两国建 交 以 来 最 好

的时期，双方建立起广泛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领导人之间互访频繁，包

括贸易与投资在内各领域均取得实质性成果。据越南海关统计，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年两国贸易总额由８５亿美元增加到３３４亿美元；另 据 日 本 海 关 数

据，除２００９年经济危机导致贸易额减少以及２０１６年减少５％，其余各年

度两国贸易额均比上年增加约２０％。①

（一）巨额援助助力越南经济发展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日本重新启动对越南的经济援助，成 为 对 越 南 提 供 援

助最多的国家。日本的政府 开 发 援 助 促 进 了 越 南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及 基 础

设施建设。

１．日本政府对越南援助的目标与规划

根据越南社会经济战略和具体发展规划，加强其国际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帮助 其 克 服 存 在 的 薄 弱 环 节，为 建 设 公 正 的 社 会 和 国 家 提

供全面援助。

其阶段目标为：第 一，促 进 越 南 的 经 济 发 展 与 国 际 竞 争 力。通 过 提

升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需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推进财政、

金融和国有企业 改 革，完 善 市 场 经 济 体 系。为 了 提 升 产 业 竞 争 力，日 本

规划的主要 援 助 领 域 包 括：投 资 环 境 的 改 善、工 业 化 战 略、中 小 企 业 振

兴、农林水产业的 高 附 加 值 化 以 及 培 育 产 业 人 材 等。第 二，应 对 发 展 的

脆弱性等负面因 素。随 着 快 速 的 城 市 化、工 业 化 出 现 了 环 境 问 题，需 要

应对灾害和气候 变 化 带 来 的 威 胁。在 社 会 生 活 层 面，为 消 除 贫 困、缩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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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ベトナム総領事館：日越経済交流４５周年記念特別寄稿，日本とベトナムにおけ る 貿易

·投資協力関係の概要と更なる発展に向けた展望，経済産業省－日本ベトナム貿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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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应对老 龄 化 以 及 非 感 染 性 疾 病 等 方 面 提 供 援 助。第 三，强 化

管理体制。对人材 进 行 培 养，实 现 行 政 组 织 的 合 理 化 和 效 率 化，即 为 行

政改革提供援助。提高司法、立法、执法能力和管理水平。①

２．通过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施加影响

近１０年来，越南成为日本援助的主要对象，且多年来已连续居于首

位。参考表１、表２，可见日本对越南的援助数额遥遥领先ＤＡＣ主要西方

国家。越南在东亚的受援国中也长期名列前茅。②

表１　ＤＡＣ主要国家对东亚各国援助（ＯＤＡ）数据（２０１５年）

单位：百万美元

国名 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瑞典 ＤＡＣ合计

印度尼西亚 ４７８．６１　１９７．２５　３０．４３　２１４．４３　３７９．５７　 ０．４５　 ２３．４７　 ３７２．９６　 １．７７　 １８４５．２７

柬埔寨 １０６．０７　８６．６２　 ４．２５　 ６９．６０　３６．５８　 ０．４１　 ４．０５　 ４９．１８　 ２４．９１　 ４８８．８０

北朝鲜 － ２．００　 １．７１　 １．３２　 ３．４１　 ０．４５　 ２．１４　 ４．５１　 ４．００　 ３２．２３

泰国 １７２．７６　４３．３９　 ５．７７　 １０．５３　１４．３５　 ０．４６　 ０．５５　 ４．３８　 ４．８４　 ２６６．５５

中国 １５１．４４　３３．４４　６８．２２　１６１．５１　７４９．４０　 ０．６９　 ４．４４　 ７．５０　 ２．８３　 １２４０．６６

东帝汶 １９．２７　１７．８０　 ０．１０　 ０．４９　 ７．２９　 ０．０７　 ０．３０　 ６２．９８　 ０．１４　 １４８．７２

菲律宾 ５４１．９５　２７４．９３　１３．９３　 ４．３５　 ３８．４２　 ３．８３　 １５．８７　 ９２．５０　 ５．２８　 １０６１．９６

越南 １４１８．８８　８８．７５　１８．８６　１６０．７１　１５６．２８　 ３．２０　 １９．９６　 １０３．８８　 ０．９２　 ２３１１．６９

马来西亚 ７５．９１　 ４．５４　 ８．６９　 ６．０９　 ９．５５　 ０．００　 ０．１１　 ２．０８　 ０．７３　 １０９．１２

缅甸 ３５１．１４　１１３．８６　１７４．０２　６．２９　 ２６．２０　 ７．１１　 １２．６１　 ５５．４３　 ２４．２２　 ８９３．７５

蒙古 １００．７２　９．０１　 ０．９７　 ２．１２　 ２５．２３　 ０．２４　 １．０７　 １０．４１　 ０．０２　 ２１６．７６

老挝 １０７．１６　２５．３３　 ３．５７　 １１．９９　２７．８２　 ０．０３　 １．８７　 ３６．３８　 ０．３０　 ３５６．８９

东亚多国 ９．８３　１２４．３６ － １９．３５　１６．７５ － ４．３０　 １３．０２　 ０．２４　 ２２１．９３

合计 ３５３３．７４１０２１．２８　３２９．９８　６６８．７８　１４９０．８５　１６．９４　 ９０．７４　 ８１５．２１　 ７０．２０　９１９４．３３

　　资料来源：根据外务省网站提供的ＯＥＣＤ／ＤＡＣ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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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務省：ＯＤＡ評価として「ベ ト ナ ム 国 別 評 価。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

ｏｄａ／ｆｉｌｅｓ／．
ＤＡ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是隶属于经济合作与开发机构（ＯＥＣＤ）、主管

开发援助事业的委员会，成员由ＯＥＣＤ３４个成员国中的２８个国家以及欧盟组成。



表２　日本对东亚国家按年度及国别援助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国别　　

　　　年度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印度尼西亚 １，４１５．９　１，５９３．６８　１，０３０．８７　８２２．４９　９６８．１６　５６９．９４　４７８．６０　 ３９９．９２
柬埔寨 １２８．４８　１４９．５７　１３６．５３　１８４．７６　１４３．３９　１２６．９６　１０６．０８　 １４０．９２

泰国 １１５．３３　２２６．０２　３１０．４０　２８９．０２　６０７．２１　４１５．７２　１７２．７７　 ４１４．０５
菲律宾 ６８４．６６　６８６．９８　４１４．２１　４３６．６１　２５６．７２　４７３．２８　５４１．９５　 ３０１．５１

越南 １，４１４．１２　１，１１７．０６　１，３６８．４９　２，０３５．６５　１，６８０．４１　１，８８３．９８　１，４１８．８８　１，５８３．４７
马来西亚 ２４０．５０　１４３．８５　１９８．９９　２０８．４２　１４４．５４　 ９２．４７　 ７５．９１　 ４７．４６

缅甸 ４８．２８　 ４６．８３　 ４６．５１　 ９２．７８　５，３３１．７６　２１３．９２　３５１．１３　 ５０６．８２
老挝 ９４．３９　 １２３．６２　 ５５．０９　 ９３．１７　 ７９．８４　 １０６．９１　１０７．１７　 ６３．７７

东盟合计 ４，１４３．４５　４，０８８．８９　３，５６３．８６　４，１６４．９８　９，２１２．３０　３，８８３．３１　３，２５２．６２　３，４５９．３２
东帝汶 １１．８８　 ２７．６７　 ２６．８６　 １８．８４　 ２２．１７　 １９．１７　 １９．２６　 ３６．７１

东南亚合计 ４，１５３．５３　４，１１５．２８　３，５８７．９５　４，１８１．７３　９，２３４．２０　３，９０２．３４　３，２７１．７５　３，４９４．６４
中国 １，１９９．９６　９９２．６９　９６４．５３　５３２．４３　３２５．１２　１４２．１３　１５１．４５　 ２７．９７
蒙古 ９０．３８　 ７１．００　 １０４．０６　１３１．４３　１８２．１６　１１９．７４　１００．７２　 １９１．４３

东亚多国 ８．２４　 ７．７３　 ６．３６　 ８．９７　 ７．７９　 ８．７０　 ９．８３　 ５．１５
合计 ５，４５２．１１　５，１８６．６９　４，６６２．９０　４，８５４．５６　９，７４９．２６　４，１７２．９２　３，５３３．７５　３，７１９．１９

　　资料来源：根据外务省网站提供的ＯＥＣＤ／ＤＡＣ数据整理。

注）１，东盟国家合计数字包括文莱和新加坡。

２，东亚多国数据是指派遣调查团以及研讨会等支出，属于跨多国间的援助数据。

　　（二）投资与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为改善投资环境，２００３年日本和越南发表 “共同声明”，为两国经济

合作确定了阶段性目标。２００９年双边经济合作协定签署生效，这是越南

第一份两国间的经济合 作 协 定。“共 同 声 明”及“合 作 协 定”为 日 越 两 国

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法律与政策保障。据日本外务省统 计，到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日本在越南兴办的企业数为１５７８个，其中制造业７２１个，批发、零售

业１３３个，建筑业８８个。①

２０１７年日本对越南投资额为９１．１亿 美 元，按 国 别 位 居 首 位。累 计

认可投资额也仅次于韩国居第二位（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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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国際協力銀行：ベトナムの投資環境，第５章，日越経済連携協定（ＪＶＥＰＡ），第４２页。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ｂｉｃ．ｇｏ．ｊ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ｐａｇｅ／２０１７／１１／５８６９４／ｉｎｖ＿ＶｉｅｔＮａｍ２０１７０８．ｐｄｆ



表３　越南接受外国投资额 （前五位）
单位：亿美元

　累计认可额度（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１ 韩国 ５７６．６

２ 日本 ４９４．６

３ 新加坡 ４２２．３

４ 台湾 ３０９．１

５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２２５．８

合计 ３，１８７．２

　２０１７年度认可额（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

１ 日本 ９１．１

２ 韩国 ８４．９

３ 新加坡 ５３．１

４ 中国 ２１．７

５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１６．５

合计 ３５８．８

　　　　　　　资料来源：根据外务省网站提供越南投资厅相关资料制作。

表４　日本越南双边贸易额（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资料来源：根据经产省数据整理。

　　从２００９年至今的双边贸易统计数据看，日越双方贸易额呈现递增势

头。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０４年为止的近１０年间，日本曾一度是越南最

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３年后，越南与日本间的进出口均呈现增长 势 头，日 本

与越南的双边贸易额基本位于中、美、韩之后居第四位。越南与中、韩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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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易大幅赤字、对 美 贸 易 大 幅 顺 差，对 日 本 进 出 口 贸 易 额 则 始 终 处 于

基本平衡的状态①

（三）经济关系的机制保障

经济关系确立后，经 济 合 作 能 否 顺 利 发 展，既 是 利 益 驱 动 也 需 要 有

制度保障。１９９２年日本与越南恢复经济关系后，在高层达成共识的推动

下，制度性建设提上议程并取得进展。

１．共同倡议　根据２００３年４月小泉纯一郎与潘文凯会谈达成的共

识，日本和越南签订了“共 同 倡 议”，具 体 实 施 内 容 以“行 动 计 划”方 式 体

现。倡议的进度由日越两国协商进行，目的是对促进越南外国投资的相

关事宜进行评估，提 高 政 府 内 主 管 投 资 机 构 的 效 率，完 善 与 投 资 相 关 的

软件设施以及其他经济设施。

２．投资协定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日本和越南间签署双边投资协定，２００４

年１２月生效。该协定出台标志着为来自日本的投资家以及投资企业提

供了法律保障。日本对该协定的主要关注点：一是原则上提供了国民待

遇及最惠国待遇；二是原则上禁止对出口义务、成员的国籍限制、技术转

移限制提出要求；三是明确了知识产权保护、解决纷争的手续 等，金 融、

烟草等例外部分也写入该协定。

３．经济合作协定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５日签署，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生效。

是越南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份、日本第１１份两国间经济合作协定。该协定

包括商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人员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诸

多领域。本协定生效后，以２００６年为基准，货物贸易总额９２％的关税将

被削减。到２０１８年，越南从日本进口额的９５％实现免税目标。另外，几

乎全部的矿产品即时撤销关税，农产品则在７年后撤销关税。水产品中

虾及加工品即时撤销关税，冷冻章鱼等在５年后分别撤销关税。９７％的

矿产品、８６％的农林产品享受特惠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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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００４年的近１０年间，日本曾一度是越南最大贸 易 伙 伴，但 随 着 中 国 经

济起飞以及越韩自贸协定生效，来自中韩的进口猛增，日本的位次下降。



　　三、日本与越南经贸关系的前景

　　越南很早就将经济外交确定为与政治、文化外交并行的三大外交任

务之一。① 目前，日本被越南视为具重要价值的经贸合作伙伴，其作为越

南主要外资来源 国、重 要 出 口 市 场 和 技 术 引 进 国 的 地 位，在 可 预 见 未 来

几乎无可替代。日本现内阁也高度重视发展与越南的全方位关系。

（一）日本与越南经贸关系的政治需求

从总体情况看，日 越 两 国 没 有 根 本 性 矛 盾，且 相 互 需 要。建 立 所 谓

“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 系 可 能 不 仅 仅 是 领 导 人 会 面 时 的 寒 暄 语 式

表述，而是能产生具有实际合作内容的政策。日本需要在充分认识文化

的相近性、经济政治领域的利益共同性的同时，站在１０年、２０年乃至更

长期视角培育两 国 关 系。② 立 足 两 国 关 系 现 状，总 结 日 本 与 越 南 经 贸 合

作及经济外交乃至政治、安全领域等全方位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尽管政治 制 度 不 同，但 日 本 与 越 南 外 交 体 现 了 互 不 干 涉 内 政 的

合理尺度把握。迄今为止，日本对越南经济外交主要是通过日元贷款和

技术援助等，帮助越南实现其发展目标。（２）两国都是海洋国家，日本把

越南所处的南海 和 西 太 平 洋 作 为 海 上 生 命 线，但 在 领 海 主 权 问 题 上，两

国之间不存在冲突。（３）在 国 际 上，越 日 两 国 都 寻 求 提 高 国 际 地 位 和 影

响力。日本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越南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４）２０１５年底东盟共同体成立，东南亚一体化发展到

更高水平，该地区庞大的人口蕴藏巨大的发展和消费潜力。以经济外交

为主要手段，日本对东南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５）两国分

别在南海和东海与中国存在争端，“共同命运”下抱团取暖是双方心照不

宣的现实需求，也是未来的外交政策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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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越南将经济外交列为三大外交任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９日。

ｈｔｔｐ：／／ｓｈａｎｇｗｕｔｏｕｓｕ．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ａｒｔｉｃｌｅ／ｄｄｇｋ／ｚｗｊｉｎｇｊｉ／ａｕ／２００８０２／２００８０２０５３８３３３９．ｈｔｍｌ．
小笠原高雪：「日本·ベトナム 両 国 関 係 の 将 来 ― 協 力 の 深 化 を 求 め て ―」、日 本 国 際 問

題研究所。ｈｔｔｐ：／／ｗｗｗ２．ｊｉｉａ．ｏｒ．ｊｐ／ｒｅｐｏｒｔ／ｋｏｕｅｎｋａｉ／０８１１２１－ｊａｐａｎ－ｖｉｅｔｎａｍ．ｈｔｍｌ．



越南重视与日本经济合作乃至政治安全方面的相互借力，但也注意

把握分寸，避免刺激中国。因为越南一方面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来发展

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政治意识形态需要又必须依托中国。这正是２０１５年

越共总书记阮富 仲 访 日 期 间，日 方 高 调 炒 作 南 海 问 题，而 越 方 则 相 对 表

现克制、回应低调的背景因素。①

（二）日本与越南经贸关系的潜在变数

越南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启市场经济以来，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其中外资是维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越南政府大量吸引外资，并将外

来援助用于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双边渠道对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中，

日本保持了压倒性优势地位。

但随着越南政府外债的累积，国际机构对其能否承受过重的债务负

担维持正常财务活动提出质疑。２０１４年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 有

关越南的经济报告书，提出要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公共债务占ＧＤＰ

比率应维持在４０～４５％。越 南 政 府 也 认 识 到 规 避 债 务 风 险 的 必 要 性，

２０１３年５月 政 府 设 定 了 公 共 债 务 对 ＧＤＰ占 比 不 能 超 过６５％的 目 标。

２０１６年越南国会表决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度经济发展规划时，也写入了６５％的

比率限制。但２０１０年 以 来，越 南 公 共 债 务 对ＧＤＰ占 比 持 续 上 升，２０１６

年已经达到了６０％的高位，在东盟五个主要国家中居首。②

越南的基础设施投入主要来自日本及国际机构的援助，但巨大的公

共债务能否如期偿还成为一个问题。要想抑制过高的公共债务，需要进

行结构改革，如裁 减 国 有 企 业 员 工 等，以 削 减 财 政 赤 字。为 此 该 领 域 的

法律制度层面需要完善，以利于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鉴于包括高债务 风 险、投 资 环 境 不 成 熟、国 有 企 业 效 率 低 下 等 诸 多

问题，日本政府相 关 机 构 及 智 库 调 研 报 告，对 此 提 出 避 险 建 议。一 是 在

援助过程中，应关注越南的债务控制目标与保持增长投资间的平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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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金娥：《越南和日本：相互需求性很强》，《世界知识》２０１５年第１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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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盟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发展模式。二是促进包括ＰＰＰ在内的日

本企业的投资，在海外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日本中小企业的

业务。三是关注越南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并发挥作用的多边机制，对其给

予支持以协助其完善制度，并积极利用好该机制。①

如上所述，高度依 赖 开 发 援 助 实 施 基 础 设 施 建 设，经 济 发 展 存 在 不

可持续性风险。但外资对越南经济发展不可或缺，因此改善以基础设施

建设为中心的投资环境成为当务之急。

（三）日越经贸合作关乎“一带一路”构想

中国“一带一路”构 想 不 断 推 进，越 南 政 府 明 确 表 示 支 持 该 构 想，并

希望与其“两 廊 一 圈”经 济 规 划 相 对 接。越 南 开 拓 全 方 位 外 交，构 筑 与

中、日、美、俄、印度等大国平衡关系，意在巩固自身地位。

中国与日本作为越南主要经济合作对象，在越南的经济活动具有相

互竞争的天然属性，也存在合作共赢的乐观前景。日本方面改变了对中

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态度，表现出由起初的无视、怀疑到关注、有限支持

乃至积极推动的转变。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就 合 作 开 发 第

三方市场与中国领导人达成一致，释放出以合作促进发展的积极信号。

迄今，东盟共同体 宣 告 成 立 已 三 年 有 余，东 盟 地 区 经 济 合 作 和 一 体

化进程进展缓慢，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与日本，在本地区

经济贸易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方面引领作用也

不可或缺。东盟与中日韩的１０＋３框架需要新的拓展，东盟主导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最终实现 也 需 要 中 日 双 方 的 积 极 促

进。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动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

利进展，中日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的共识在越南、在湄公河流域、在东南

亚取得成果值得期待。把中日、中越、日越乃至中日越双边及三边关系，

置于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政治安全稳定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的大

框架下，应该有很多可以深入拓展合作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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